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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助理、护理学院院长

• 主任护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博士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健康管理师

• 曾在南京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英国女王大学护理学院受训和

研修访学；人民卫生出版社讲师团专家；苏州大学学生最喜爱的老师

• 主要研究方向：护理管理与人文关怀；肿瘤护理与临终关怀；老年护理

• 中华护理教育专委会委员；教指委国家护理考试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常务理事、人文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理论学组组长

• 中国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 江苏省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江苏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江苏省护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 苏州市护理学会副理事长，健康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华护理》《中国护理管理》《中国实用护理》《护理研究》《中华现代护理》《护理学》  

等杂志编委



APN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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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医院 门诊 家庭 社区

APN服务服务范畴广泛

服务对象 服务地点



APN承担角色多元化

医疗团队成员
的临床顾问

服务创新者 教育者

高级护理实
践的提供者

专科范畴的
临床领袖

循证护理的
实践者



强胜任：APN的培养目标

身心素质

知识素质

思想素质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e



Identified by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e.g. oncology,palliative care,CV)

CNP,CRNA,CNM in the
 population context Licensure:based 

on education and 
certificationAPRN Core Courses:

Pathophysiology,
Pharmacology,
Health/Physical
Assessment

国内外现状—美国APRN的核心能力要求

能力：完成四大核心课程
     基于人群的实践

   专业组织认可

能力评价：基于教育和认证
      专科证书



1999年AACN提出的APN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Ø 满足临床护理实践所需能力

Ø 建立和维持专业关系的能力

Ø 承担教育/辅导任务所需能力

Ø 促进专业发展的能力

Ø 管理和协调医疗保健服务机构的能力

Ø 监督及保证专业服务质量的能力

2006年NONPF增加了
Ø 文化敏感性护理的能力



美国Hamric等修订的APN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提供咨询
的能力

专家层次
的指导和
培训能力

科学研究
的能力 领导能力 合作的能

力
伦理决策
的能力

直接的护
理实践能

力

2009年

ü 适用于照顾不同的个体、家庭和社区，包括以青少年、中年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ü 设置APN课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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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

两
个
进
修
层
次

  英国APN标准



护理专科院校APN能力

加强和该改进质
量保证

 强化通用专业素
质和高级实际

         中国香港

处理复杂病人的
健康问题

提升护患间的治
疗关系

有效的领导和团
队合作



我国APN
核心能力

国外APN
核心能力

我国护理
专科发展

         我国APN核心能力的提出



         我国APN核心能力

临床伦理决策

临床咨询与指导直接临床实践

临床领导

自我发展临床研究 



         直接临床实践

循证护理

科研结果

依据 体现

整体与精确的观察能力

严谨与缜密的临床思维
与分析能力

遵循 以人为本 建立 良好护患合作关系



胰岛素注射

更换胸腔闭式引流瓶



         临床实践与咨询

Ø完善护理教育策略，提供健康教育和指导

Ø与接受咨询者建立和谐、互相尊重和接纳的关系

Ø准确及清晰地表达对个案及健康问题的专家的专家意见

Ø掌握护理咨询程序、护理专科知识及人际沟通技巧



癌症患者疼痛评估乳腺癌根治术后健康宣教



         临床领导

Ø临床跨专业合作、协调及专业领导能力
Ø运用观察力、控制人力资源及其时间分配、具有

自信心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Ø出色的人际关系、合作及自我反思的能力
Ø协调互补、解决专业在临床遇到的矛盾
Ø领导统筹健康服务的能力



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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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统筹能力：
学生—家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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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对临床涉及的伦理矛盾及伦理冲突具有敏感性；

Ø 在处理临床矛盾中能应用伦理决策的模式；

Ø 熟练地运用沟通技巧和选择适当策略以促进临床的伦理决策；

Ø 指导其他人员进行伦理决策；

Ø 通过机制改革解决伦理实践中存在的障碍和局限性。

         临床伦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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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洞察、科学决策



         临床研究

Ø在实践中解释和利用研究结果，
评价护理临床实践效益
Ø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研究护理专

科领域问题和参与他人合作研究
Ø提供最先进、科学和合理的服务



科研循证能力

信息运用与表达能力



         自我发展

Ø具备对护理学科的敬业精神、高度的责任心和科学道德；

Ø不断提升自我学习能力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Ø坚守职业操守，不断评估个人表现及服务效果；

Ø实施多元化护理和体现自我价值。



高度的责任心
铁肩担道义

终身学习习惯
提高专科才能

实施多元护理
体现自我价值



心灵的相遇--医学与人文

博
习
讲
堂

身边的艺术医学与文学的相遇



博习讲堂课
程表



专业至尊、博爱致远
雪中送炭的事





• 用力做事：合格（Qualified）

• 用心做事：优秀（Good）

• 用情做事：卓越（Excellent）



thank you！


